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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大国，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到这个国家前途与发展。本文以广西地区青少年为对

象，通过查阅和搜集有关文献，开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研究。通过分析现状，发现了青少年个体的自主学习意识不足、

学校宣传方式单一、社区交流不够和忽视家庭教育等问题，再针对问题提出坚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原则，提高学生

的自学与认知水平、改进学校教育方式与丰富教育内容、强化家庭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培育作用、强化社会培育功能。

增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探索我国多民族社会共同体建设的思路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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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为中华民族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在学术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

展，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过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词逐渐变得越来越普遍。在

青少年中培育中国共同体感，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强化对自己的伟大祖国、爱国爱民、增进国家统一。初高中阶段，

由于心智不稳，抵制不法意识形态蔓延的能力比较薄弱。通过培养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青少年的正确观念和思

想是必要的。本研究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调查广西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现状，系统分析广西青少

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困境，并提出有效的培养路径。

一、广西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现状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广西的青少年学生，采取抽样

调查法。自小学五年至高中三年级各年级中随机抽取一

个班级的学生填写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青少年基本

情况、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广西青少年中的有效培育、

青少年中国民族社区意识在广西地区的培养情况。通过

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剖析，讨论了现存的问题，并针对问

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培养途径。

（一）广西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

成效

研究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对中华民族社区和各民

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较好的认识，对“四

个共同”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对“五个认同”和“中

华民族共同体”有较高的认知度。

“四个共同”是指中国的领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

的，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中华文化

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

的 [1]。在参与调查的青少年中，对“四个共同”的了

解情况为 :65.6% 的人知道 ;34.4% 的人不知道。

“五个认同”是对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中华民族、

一个中华文化、一个中国共产党、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都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在参与调研的青少年群

体中，对于“五种身份”的认同度表现如下： 70.5%

的受访者强烈认同这五种身份，而表示同意这五种身份

的受访者则占据了 29.5% 的比例。

值得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

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重在尊重和保护

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推动不同民族之间的平

等沟通与交流，以及共同进步与发展。这些因素在塑造

社区意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解读数

据时，应当充分考虑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理解程度，这样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其共同体意识的培

养状况。

在参与调查的青少年中，对“本民族文化是中华

文化的一部分”的认同程度如下 : 有 63.1% 的学生表现

出强烈的认同感，而另外 36.9% 的学生则表示认同。这

一数据反映出绝大多数学生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有

着清晰的认识，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在分析数据时，需要综合考虑学生对本民族文化

和中华文化的认知，充分了解其共同体意识的培养。

（二）广西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情况

在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学校和社区所

采取的措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大多数学校通过课

堂教学中的宣传教育、专门的校园文化活动和专门的讲

座来培养社区意识。社区偶尔也会举行交流和互动活动。

此外，大多数调查对象通过观看新闻或互联网了解“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修养。

表 1受调查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的

开展情况调查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A. 是 270 69.2 69.2 69.2

B. 否 120 30.8 30.8 100.0

总计 39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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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显示，270 人参与调查，占 69.2%，120

人未参与，占 30.8%。参与调查的青少年所在学校均开

展了“中华民族社区意识”活动，但宣传不足，导致部

分学生未知活动开展。

表 2受调查者对“您所在的学校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培育的方法”调查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A. 开展专题讲座 214 25.7% 54.9%

B. 开展专项校园文化活动 189 22.7% 48.5%

C. 课堂教学中宣传教育 355 42.6% 91.0%

D. 其他 76 9.1% 19.5%

总计 834 100.0% 213.8%

表 2 表明，开展专题讲座的个案数为 214，占比为

25.7%；开展专项校园文化活动的个案数为 189，占比

为 22.7%；课堂教学中宣传教育的个案数为 355，占比

42.6%；其他的个案数为 76，占比 9.1%。

参加调查的青少年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关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的占 59.0%; 对“积极通

过电视、网络等途径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知识”

的频次进行调查，发现时常学习的人数占比 21.5%，偶

尔学习的人数占比 48.5%，不学习的人数占比 24.9%；

对“社区举办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活动”的调查结果为：

认为社区经常举办该活动，占比 14.6%；认为社区偶尔

举办该活动，占比 57.4%；认为社区从不举办该活动，

占比 27.9%。

部分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学习积极性不

高，需要加强教育和宣传。广西地区已取得一定成效，

但还需继续推进，强化民族交流，提升青少年认同感和

归属感，促进多元社会环境，实现共同繁荣。

二、广西青少年在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

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通过对问卷结果的分析，笔者认为广西地区青少

年在培养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

（一）青少年个体缺乏自主学习意识

大多数青少年在学校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

论知识，多以完成学习任务的态度被动学习，缺乏主动

了解和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知识的积极性，对

民族理论的把握和理解不全面、不深入。青年一代是新

时代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学校及社会要加强对青少年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熏陶和培养。

（二）学校宣传方式单一

尽管多数受访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所了解，但

理解还比较表面。在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学

校多采取宣传教育的方式。教师采用的方法多为理论灌

输，缺乏创新和多样化的宣传方法。另外，学校的推行

手段比较单调，也有可能是因为老师们在这一领域的教

学水平和理念比较简单，缺少相应的训练和辅导，不能

对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激励。

（三）社区交流不够

因广西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社区设施及服务

水准较低，缺少社区交往和活动场所。这使得居民难以

参与社区交流活动，影响了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其次，由于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交

流渠道并不顺畅，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学校等渠道进行交

流。由于学校交流的时间和空间相对有限，难以满足青

少年的交流需求，从而导致社区交流的不足。社会上一

些不好的想法也可能对社区沟通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思

想制约着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入，同时也制约着社会交流

的发展。

（四）忽视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具有基础性、普遍

性、渗透性、长期性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家庭氛围的

好与坏在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年轻家长不太重视民族

团结教育，主要原因是家庭教育大多对子女学业表现重

视而忽视道德修养，家长多根据学业成绩来判断学习情

况，从而忽视家庭环境在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

养中的重要意义。

三、加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途径

与方法

强化对青少年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对于确保

国家长期稳定、推动国家统一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问卷调查中，多数受访者对中全国民族共同体意识和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一定的了解和认

识。现阶段广西地区青少年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

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

（一）提高学生的自学与认知水平

虽然大多数受访者对中华民族的社区意识有一定

的了解和认识，但也有一些受访者不理解或不理解这些

概念，青少年的学习与认识水平有待提高。在校园和家

庭中，要把重点放在对学生自学和批判思考的发展上，

使他们具有积极获取知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增强他们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和意识。在教育教学中，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利用民族文化开展各种活动等，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能力，培养学生学习自主性与创造

性思维。

（二）改进学校教育方式与丰富教育内容

学校应采用案例教学、探究教学、游戏教学等多

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习，在实践中体验，在

探索中思考，从而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此外，学校

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发多媒体教学资源

和在线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方便、全面、优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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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学习环境。要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知识融

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之中，以丰富教育内容。学

校应坚持不懈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教育的基本

原则，贯穿于教学培养的各个环节，引导青少年树立正

确的民族观念，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使学生了解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底蕴，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 [2]。

（三）增强家庭教育作用

家庭应该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氛围，让孩子在家

里感受到父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视和认可。在

日常生活中，家长可以及时向孩子灌输相关的知识和理

念，如讲家族史、讲家族文化，在传统节日与孩子一起

参加民俗活动等，使孩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

发展过程、文化内涵，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归属感。

其次，家长还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活动，如赏

析名家经典、观赏优质影像、参观纪念馆等，使儿童在

家庭教育过程中获得多种形式的知识与教育，加深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与理解。最后，家长还应注意

培养孩子的性格和道德观念，教导孩子学会尊重别人，

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热爱国家和

民族的感情，培养孩子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

（四 )强化社会培育功能

首先，加大社会对广西地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教育宣传力度。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建设文化

场所等方式，传达相关知识和思想，引导正确民族观念

和文化认同。其次，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活动，让青少年

参与其中，感受自身价值和归属感，增强情感认同和归

属感。第三，培养青少年的领导能力和公民意识，提供

相关培训和教育机会，使他们成为有责任感和社会意识

的人才。同时，合理利用互联网和网络媒体进行教学，

满足青少年对新鲜事物的渴望，通过游戏动画等形式的

娱乐，渗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

结  语：

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多

元化的教育手段和实践活动，加强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

促进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入理解和认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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